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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以白云鄂博矿区含矿白云岩的分布
、

野外地质产状等基础地质特征为基础
,

结合岩石学
、

矿物学和地球

化学等一系列特征进行了研究
,

认为含矿白云岩既非典型的正常海相沉积碳酸盐岩
,

亦非典型的岩浆碳酸岩
,

它

既有典型的海相沉积碳酸盐岩的某些特征
,

如其分布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层位性
,

呈层状
、

似层状或透镜状
,

与

周围地层呈整合接触并与其同步摺皱和变形
,

具明显的层理等构造 ; 同时又具有岩浆碳酸岩的某些特征
,

如沿深

大断裂构造分布
,

下部有脉状体等
。

该白云岩还具有 自己独特的特征
,

如具
“

眼式
”

构造
,

上部为层状
,

下部为脉状

的
“

二元式
”

结构
,

它的 C
、

0
、

rS 同位素特征介于海相碳酸盐和岩浆碳酸盐之向
.

上述特征都表明
,

白云岩为海底

循环的热水流体喷溢沉积而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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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云鄂博矿床位于包头市以北 1 50 km 的白云

鄂博市
,

是一个世界著名的超大型铁
、

妮
、

稀土矿床
,

其中铭和稀土元素的含量之丰
、

储量之大为世界所

罕见
。

矿床主要赋矿岩石是 H
。

白云岩 (习称含矿白

云岩 )
,

对铁矿来说白云岩是其含矿围岩
;
对稀土而

言
,

白云岩就是矿体
。

白云岩的形成直接关系到矿床

的形成
,

所以自 1 9 2 7 年丁道衡教授发现白云鄂博矿

床以来
,

有关白云岩的成因间题的研究就一直为地

质工作者所关注
,

提出各种假设
,

至今仍未取得较为

一致的意见
,

归纳起来主要有下面二种认识
:
( 1) 含

矿白云岩为碳酸岩熔岩和侵人碳酸岩
〔̀ 一 4 , ,

其中的

矿床也直接与碳酸岩的岩浆作用有关
; (2 )含矿白云

岩为正常的海相沉积岩
,

并受到了后期地质作用的

改造
,

其中的矿床亦为沉积作用所形成
,

白云岩的形

成环境包括海相
、

泻湖相
、

或热卤水沉积及沉积变质

和热液叠加改造等
〔 5一 103

。

笔者根据白云岩的地质产

状
、

岩石学
、

矿物组合和地球化学等特征的研究
,

认

为白云鄂博含矿白云岩是在裂谷环境下由在海底循

环的热水流体喷溢沉积而成
。

1 含矿白云岩的地质特征

1
.

1 含矿白云岩的层位分布

矿区含矿白云岩 ( H
。
)地处华北陆块的北缘

,

由

狼山一白云裂谷系东端的白云裂谷盆地中的二级同

生断裂盆地所控制
,

并经历了多期次的构造变动
、

岩

浆活动
、

变质等多种地质作用的改造
〔
11,

` 2, ,

原生特

征已经历了相当强烈的变化
。

含矿白云岩具有固定的层位
,

主要集中分布在

白云鄂博地区的中元古代白云鄂博群中 ( 图 1 )
。

据

区域资料② ,

与该白云岩岩性相同的白云岩在白云

鄂博西部的渣尔泰群和马家店群等中元古代地层
几

中

亦有少量分布
〔幻 ,

而在中元古代含矿层上
、

下的层位

中至今未见有与白云鄂博含矿 白云岩类似的白云

岩
,

说明含矿白云岩的分布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区

域性
。

1
.

2 白云岩分布与构造的关系

白云岩受区域性深断裂的控制
,

与其中所含的

铁矿连同其上盘的暗色富钾板岩 ( H
。
)位于白云鄂

博东白银角拉克和乌兰宝力格区域性深断裂的交接

部位
,

并沿白银角拉克深断裂 (在白云鄂博称为宽沟

①

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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断裂) 呈东西向带状分布于中元古代白云鄂博群原

划定的第八岩性段中
,

与深大断裂的关系极为密切
。

白银角拉克深断裂因后期的地质变化
,

现地表的直

接证据已不明显
,

但在航空 照片上表现得相当清

晰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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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主矿下盘白云岩与下伏石英岩的沉积

过渡关系剖面 (据文献〔8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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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白云鄂博矿区地质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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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钾板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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宽沟断裂北部的白云哪群 , 6
.

宽沟断裂南都含矿白云岩下伏

的白云那博群
, 7

.

第四纪至三盛纪沉积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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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含矿白云岩的结构构造
’

含矿白云岩呈透镜状沿深断裂分布
,

东西长约

18
.

5 k m
,

南北宽 2 k m
,

沿横向和纵向其厚度变化

都较大
。

宽沟断裂是形成该沉积盆地的主控断裂
,

在

宽沟断裂附近的沉积中心部位
,

白云岩的厚度最大
,

为 1 o 00 m 左右
,

往南及两侧厚度逐渐变薄并最后

尖灭 (图 2) 〔幻
。

这一特征与区域地层中的碳酸盐岩

明显不同
,

地层中的碳酸盐岩主要呈层状连续分布
,

厚度的变化没有如此之明显
。

图 2 含矿白云岩层南北向变化示意图 (据文献〔5〕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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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外观察并经槽探和物探证明
,

白云岩与下伏

的砂岩和上覆板岩均呈整合的渐变过渡关系
。

与其

围岩呈互层状产出
,

在距白云岩体较远处
,

以围岩为

主夹白云岩层
,

所夹的白云岩层数少
,

厚度也薄 ;随

着距离的逐渐靠近
,

层数逐渐增多
,

厚度也加大
,

最

后过渡到纯白云岩体 (图 3 )
。

在透镜层状体的下伏岩层即 H l一 H
4

地层中发育有

少量的脉状白云岩
,

脉体与地层走向垂直或斜交
,

一

般宽 1~ Z m
,

长数十米
,

如哈拉都拉山
,

在层状或透

镜层状白云岩体的上部层位中却未发现有这种脉状

白云岩
。

在脉体两边的围岩中发生了明显的蚀变
,

蚀

变作用主要是沿着裂隙进行
,

可以深人到围岩中达

十多米或更远
。

但离并裂隙两壁几厘米处
,

蚀变作用

就显得相当微弱或完全消失了
,

表明这种蚀变作用

是由流动性好的热水流体完成的
。

这种脉体代表了

大的白云岩透镜体下面的稗水流体的通道相产物
,

这种通道相带在现代海底热水流体喷溢沉积形成的

硫化物矿床中普遍发育
,

并与其上的透镜状或透镜

层状的热水沉积物共同构成典型的二元式结构 1st
, 。

在层状
、

似层状及透镜状白云岩体的边部
,

纹层

状
、

条带状和层状构造普遍发育
,

条带的宽度较窄
、

数量较多
,

常呈纹层状或条纹状 ;往岩体的中心
,

条

带构造的宽度逐渐增大成条带状
,

到岩体的中心部

则变为不显层理的块状
,

总体上构成一
“
眼球

”
状构

造
。

这一构造特征在现代热水沉积岩及矿床中普遍

存在
,

是热水沉积的典型构造特征 14t , 。

在白云岩层厚度较大处
,

其质地较纯
,

在变窄至

尖灭处泥质物质等杂质成分和夹层增多
,

反映了热

水流体集中喷溢处
,

热水沉积速率快
,

正常沉积的杂

质物质相对比例较低的特征
。

西矿和介勒格勒的白云岩沉积层理很发育
,

并

夹有石英岩层及透镜体
,

显示了在白云岩沉积的间

隙有二氧化硅的沉积
,

二氧化硅的沉积也是现代海

底热水喷溢沉积的典型物质 t15
, 。

有些地方并夹有板

岩透镜体
,

有时它们呈互层产出
,

这充分显示了热水

喷溢沉积的周期性
,

在热水喷溢的高潮期沉积白云

岩
,

而在其间断期则沉积正常的碎屑岩
。

含矿白云岩中含有一些微体和超微体生物化



增刊 高计元等
:

白云鄂博矿床含矿白云岩的成因探讨 6 7 7

石
,

如菌藻类
、

古抱子等
,

但在整个矿区范围内叠层

构造很少看到或不太明显
,

这一点与区域地层中的

碳酸盐岩具有清晰甲
层状构造明显不同

。

L 4 白云岩的矿物学特征

白云鄂博矿区矿物学的研究是前人研究工作的

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
,

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
,

至

今已发现 1 70 多种
,

尽管矿物种类繁多
,

但除个别为

围岩或岩浆岩的副矿物和造岩矿物外
,

大多数为蚀

变矿物
。

据 tS op aP 对意大利近代 4 个岩浆碳酸岩的

研究 ,16 , ,

大多数火成碳酸岩都普遍含有代表来自地

慢岩浆作用的地慢碎屑和矿物的捕掳体及捕掳晶
,

如黄长岩
、

异剥橄榄岩及高 M g
、

iN
、

和 rC 橄榄石
、

辉石
、

金云母等
,

而这些矿物在白云鄂博矿区含矿白

云岩中却从未发现过 ;反而存在有多量的热水沉积

的典型 矿物
,

如重晶石
、

萤石和非晶质二氧化硅

等
〔8 ,` , , ` 8 , 。

2 白云岩的地球化学特征

2
.

1 碳
、

氧同位素地球化学特征

已经有很多研究者对白云鄂博矿床的碳氧同位

素进行过研究
,

作了大量的同位素的分析工作
,

我们

将地层中 10 个典型沉积灰岩和 75 个含矿白云岩共

85 个碳酸盐岩样品的分析数据列于表 1 ,

将所有的

样品绘于图 4 中
。

表 1 白云那博矿床白云岩和灰岩的碳
、

叙同位素比值

aT b l e 1 B a i yU n o b o o r e 一 b e a r i n g d o l o m i t e a n d o r ig in ia

ca r b o n a t e o
一 ,

C
一
i so ot P e r a t ios

序序号号 矿物名称称 产状状 护 8 0 /编编 占1 3C /编编
((((((((( SM O W ))) ( P D B )))

11111 石灰岩岩 宽沟以北 H 777 1 8
.

333 一 1
。

888

22222 石灰岩岩 宽沟以北 H 777 1 7
。

888 一 4
.

555

33333 石灰岩岩 宽沟以北 H 777 17
。

111 0
.

222

44444 石灰岩岩 宽沟以北 H 777 1 6
.

999 一 2
.

999

55555 石灰岩岩 宽沟以北 H ,, 1 6
.

444 1
.

111

66666 石灰岩岩 宽沟以北 H 777 2 0
.

444 一 2
。

999

77777 石灰岩岩 宽沟以北 H 777 1 9
.

999 一 2
.

555

88888 石灰岩岩 宽沟以北 H ,, 1 9
。

333 一 2
.

999

99999 石灰岩岩 宽沟以北 H 777 1 9
.

111 一 3
.

999

111 000 石灰岩岩 宽沟以北 H 777 1 8
。

333 一 2
.

888

111 111 白云岩岩 东矿上盘围岩岩 1 6
.

555 一 0
.

555

111 222 白云岩岩 东矿上盘围岩岩 1 6
.

000 1
.

444

111 333 白云岩岩 主矿下盘围岩岩 1 5
.

666 一 1
.

000

111 444 白云岩岩 主矿下盘围岩岩 1 5
.

555 0
.

777

111 555 白云岩岩 主矿上盘围岩岩 1 5
。

444 一 0
.

999

111 666 白云岩岩 东介勒格勒勒 1 5
。

222 0
。

777

111 777 白云岩岩 东矿上盘围岩岩 1 5
。

000 一 O
。

777

111 888 白云岩岩 主矿矿 1 5
.

000 一 1
。

444

111 999 白云岩岩 主矿下盘围岩岩 1 4
.

888 一 0
.

111

222 000 白云岩岩 西矿下盘围岩岩 1 4
.

888 一 1
.

111

222 111 白云岩岩 东介勒格勒勒 1 4
。

888 0
.

333

222 222 白云岩岩 东矿下盘围岩岩 1 4
。

555 一 0
.

666

222 333 白云岩岩 主矿上盘围岩岩 1 4
。

555 一 1
。

222

222 444 白云岩岩 西矿上盘围岩岩 1 4
。

555 一 0
.

222

222 555 白云岩岩 东矿下盘围岩岩 1 4
.

444 一 1
.

000

222 666 白云岩岩 东矿下盘围岩岩 1 4
.

222 一 1
。

000

222 777 白云岩岩 西矿下盘围岩岩 1 4
.

111 0
.

222

222 888 白云岩岩 东矿下盘围岩岩 1 4
。

000 一 0
.

777

222 999 白云岩岩 东介勒格勒勒 1 3
.

999 0
.

999

333 000 白云岩岩 西矿下盘围岩岩 1 3
.

888 一 1
.

111

333 111 白云岩岩 西矿下盘围岩岩 1 3
.

888 一 1
。

333

333 222 白云岩岩 主矿矿化白云岩岩 1 3
.

888 一 0
.

666

333 333 白云岩岩 东矿矿化白云岩岩 1 3
.

666 一 1
.

555

333 444 白云岩岩 西矿下盘围岩岩 1 3
。

333 一 0
.

111

333 555 白云岩岩 主矿矿化白云岩岩 1 3
.

333 一 1
.

000

333 666 白云岩岩 东介勒格勒勒 1 3
.

333 一 0
.

222

333 777 白云岩岩 主矿矿化白云岩岩 卜
2

.

999 一 0
.

111

333 888 白云岩岩 东矿矿化白云岩岩 1 2
。

999 一 1
.

111

333 999 白云岩岩 西矿矿化白云岩岩 1 2
.

888 一 1
.

666

444 000 白云岩岩 主矿矿化白云岩岩 1 2
.

888 一 1
.

111

444 111 白云岩岩 东矿矿化白云岩岩 1 2
.

666 一 1
。

666

444 222 白云岩岩 西矿矿化白云岩岩 1 2
.

333 一 1
.

777

444 333 白云岩岩 西矿矿化白云岩岩 1 2
.

111 一 2
.

222

444 444 白云岩岩 东矿矿化白云岩岩 1 1
.

999 一 1
.

222

444 555 白云岩岩 东矿矿化白云岩岩 11
.

888 一 1
。

444

444 666 白云岩岩 西矿矿化白云岩岩 1 1
.

777 一 2
.

000

444 777 白云岩岩 西矿矿化白云岩岩 11
.

444 一 4
.

555

444 888 白云岩岩 西矿矿化白云岩岩 11
.

444 一 2
.

333

444 999 白云岩岩 东矿矿化白云岩岩 11
.

444 一 4
.

333

555 000 白云岩岩 西矿矿化白云岩岩 1 1
.

333 一 1
.

222

555 111 白云岩岩 西矿矿化白云岩岩 1 1
。

222 一 1
。

444

555 222 白云岩岩 西矿矿化白云岩岩 1 1
.

000 一 1
。

666

555 333 白云岩岩 西矿矿化白云岩岩 1 1
.

000 一 2
.

999

555 444 白云岩岩 西矿矿化白云岩岩 1 0
。

777 一 2
.

000

555 555 白云岩岩 东矿矿化白云岩岩 1 0
.

777 一 3
.

777

555 666 白云岩岩 东矿矿化白云岩岩 1 0
。

555 一 1
.

777

555 777 白云岩岩 主矿矿 6
.

555 一 4
.

777

555 888 白云岩岩 主矿下盘盘 8
.

111 一 4
。

222

555 999 白云岩岩 西矿矿 8
。

333 一 2
。

666

666 000 白云岩岩 西矿矿 9
,

111 一 4
.

000

666 111 白云岩岩 西矿矿 9
。

222 一 4
。

333

666 222 白云岩岩 主矿下盘盘 9
.

666 一 4
.

333

666 333 白云岩岩 主矿下盘盘 10
.

000 一 0
.

111

666 444 白云岩岩 主矿下盘盘 10
.

444 一 3
.

666

666 555 白云岩岩 主矿下盘盘 10
.

555 一 1
.

777

666 666 白云岩岩 主矿下盘盘 1 0
.

999 一 3
.

222

666 777 白云岩岩 东矿矿 1 1
.

222 0
.

333

666 888 白云岩岩 西矿矿 1 1
.

444 一 0
.

777

666 999 白云岩岩 主矿上盘盘 1 1
.

888 一 1
.

888

777 000 白云岩岩 主矿上盘盘 1 1
.

888 一 3
.

777

777 111 白云岩岩 东矿矿 1 2
.

222 一 0
.

888

777 222 白云岩岩 东矿矿 1 2
.

888 一 1
.

888

777 333 白云岩岩 东矿矿 1 3
.

000 一 1
.

555

777 444 白云岩岩 西矿矿 1 3
.

111 一 1
.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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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77 555白云岩岩 东矿矿1 3
.

222 一0
。

555

666 777白云岩岩 主矿矿1 3
.

222 一0
.

777

777 777白云岩岩 西矿矿1 3
.

222 一0
.

999

777888 白云岩岩 西矿矿1 3
.

555一1
.

999

999 777白云岩岩 西矿矿1 3
。

555一2
。

555

8880 一一 白云岩岩 主矿矿1 3
。

777一1
。

333

888111 白云岩岩 主矿矿1 4
.

111 一 4
.

000

888222 白云岩岩 西矿矿1 4
.

333 一0
.

666

888333 白云岩岩 西矿矿1 4
.

555一0
.

555

888 444白云岩岩 西矿矿1 5
.

000 0
.

444

888 555白云岩岩 主矿下盘盘6 1
。

444 一0
.

555

注
:

样品全部引自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
,

1 9 8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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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白云鄂博矿区含矿白云岩和地层碳酸盐岩

样品的 台, 80 一台
1 3 C 图 c` , 〕

1
.

海相灰岩
, 2

.

淡水灰岩
; 3

.

岩浆碳酸岩
;

. 含矿 白云岩
; ▲ 地层中的碳酸盐

F i 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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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 d e a
br

o n a t e d a t a i n B
a
iy u n O b o

地层中的沉积灰岩有 8个样品落人淡水碳酸盐

岩的范围内
,

其中有 5 个同时也落人海水碳酸盐岩

的范围内
。

另有 2 个 (占灰岩样品总数的 20 % )则落

人沉积碳酸盐岩的范围之外
,

与含矿白云岩的分布

范围重叠
。

全部 75 个含矿白云岩的样品没有一个落

人典型的岩浆碳酸岩区
,

也没有落人典型的沉积碳

酸盐岩区
,

而是落人典型的沉积碳酸盐岩和典型 的

岩浆碳酸岩区之间
,

且 比较靠近沉积碳酸盐岩区一

侧
。

近来 z dz is 坛w eB lk a 〔20J 通过大量的研究
,

把地质

历史中的灰岩与典型的海相碳酸盐岩
、

20 亿年时的

灰岩
、

洋脊热液
、

M
一

V 型热液 ( M i s s is s i p p i v a u e y
-

t y p e d e p o is t h y d r o t h e

mr al )和碳酸盐岩和典型的岩

浆碳酸岩的同位素值进行比较
。

我们所列出的数据

也大都落人典型的海相碳酸盐和典型的岩浆碳酸岩

之间
。

这一结果表明
,

区域地层中的碳酸盐岩是在正

常的海水中由沉积作用形成
。

在海相环境下沉积形

成的白云岩在成岩作用过程中及以后的地质演化作

用过程中
,

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
,

尤其是热水的改

造
,

氧同位素值相对较富集了较轻的氧同位素
。

位于

两个典型区域之间的含矿白云岩既非由碳酸盐岩浆

作用形成的白云岩
,

亦非正常的海相沉积的碳酸盐

岩
;
这种既具有沉积特征

,

又具有岩浆特征的白云岩

可能是 由混合水形成的
。

在海底循环的热水是海水
、

岩浆水及原生水的混合水
,

只有这种水才具有这种

特征
〔2 1〕 。

2
.

Z sr 同位素特征

S r
的同位素比值是判断判物质来源的一个良

好的标志
, 吕7S r/ 86 rS 比值在地球上各个不同的位置

,

以及在地球的发展演化历史中分布是不均匀的
。

在

现代海水中其比值为 0
.

7 0 92
〔213

,

这一值是海水在地

球复杂的地质过程中相互作用的结果
,

这些过程包

括大陆径流
、

大洋中脊热水活动
、

沉积物的输人及新

沉积物淬取作用等
。

海水的 rS 的同位素成分随时间

而演化 (见图 5 )
,

在中元古代时
,

其值约为 0
.

7 05 一

0
.

7 0 6 ,

只是到了显生宙才达到今天的值
。

地慢 S r
的

增生曲线 自大约 27 亿年时地慢开始形成以来其变

化不是太大
,

而大陆的曲线则变化极大
,

从 .0 7 0 1 4

逐渐增加到 0
.

7 2 1 1 左右
〔, , 〕 。

我们从该区所收集到的 21 个含矿白云岩样品

中
8 7 S r/ 86 S r

的比值列于表 2
,

并绘于图 5 中
。

从表 2

和图 5 可以看出
,

该区含矿白云岩的 rS 同位素比值

变化范围较大
,

从 0
.

7 0 2 4 到 0
.

7 0 9 3
,

同样也是介于

中元古代时期的海水与地慢之间
,

这一结果与红海

一 n 深渊由热水喷溢沉积的多金属硫化物的 rS 同

位素比值大致相当
〔 2幻

。

这一结果同样也表明
,

该区
0

.

7 3

( )
.

7 2 5

(〕 7 1 5

0
.

7 1

地壳增长曲线

27 亿年时的初始值 /

由器\
ó叨卜8

(〕
.

7

0
.

6 9 5

地慢增长 曲线
1 1 1

一 4 一 3 一 2

t ( l ( ) 可乙年 )

图 5 大陆地壳和地慢的
“ ,

S r/ “ sr 比值随地质时代的演

化关系的
。

▲ 区域地层中的正常海相沉积碳酸盐
;
. 含矿白

云岩

F ig
.

5 T h e e v o lu t ion o f “ 7
S

r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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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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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刊 高计元等
:

白云鄂博矿床含矿白云岩的成因探讨

矿化白云岩成岩物质并非全部来 自于地慢
,

也非全

部来自于海水
,

而是两者的混合
。

表 2 白云哪矿区含矿白云岩
、

地层碳酸盐岩

方解石的银同位素比值

aT bl e 2 B a iyU n o b o o r e 一 b e a r i n g d ol om i t e a n d o r i g in al

ca r b o an te S
r i s o tOP e r at i o s

序序号号 样品号号 岩石名称称 测定矿物物
8 7S r / 8 6S rrr

11111 9 0 / 6555 白云石大理岩岩 白云石石 0
.

7 2 6 222

22222 Y S / 23 000 方解石大理岩岩 方解石石 0
.

7 1 9 999

33333 8 8 / 15 222 白云石大理岩岩 白云石石 0
.

7 0 3 222

44444 9 0 / 6222 白云石大理岩岩 白云石石 0
。

7 0 3 000

55555 9 0 / 6333 白云石大理岩岩 白云石石 0
。

7 0 3 222

66666 8 8 / 1 5 777 白云石大理岩岩 白云石石 0
.

7 0 3 000

77777 8 8 / 11 777 白云石大理岩岩 白云石石 0
。

7 0 3 666

88888 8 8八 4 222 方解石大理岩岩 方解石石 0
.

7 0 6 999

99999 B Z一 7 111 方解石大理岩岩 白云石石 0
.

7 0 2 444

111 000 H一 8 0一 3 8 555 矿化白云岩岩 白云石石 0
.

7 0 3 111

111 111 Z K一 3 6 8 5一 1 777 矿化白云岩岩 方解石石 0
.

7 0 3 333

111 222 B D一 7 777 方解石大理岩岩 白云石石 0
.

7 0 3 444

111 333 B一 80一 4 2 222 细粒白云岩岩 白云石石 0
.

7 0 3 444

111 444 B一 80一 3 8 222 矿化白云岩岩 白云石石 0
.

7 0 3 555

111 555 B一 80一 1 5 111 矿化白云岩岩 白云石石 0
.

7 0 3 666

111 666 B一 8 0一 1 4 999 硅化白云岩岩 白云石石 0
。

7 04 444

111 777 B Z一 6 777 蚀变白云岩岩 方解石石 0
.

7 04 666

111 888 B Z一 5 666 钠闪石霓石岩岩 方解石石 0
.

70 4 999

111 999 B D一 1 88888 方解石石 0
.

70 6 111

222 000 ZK 一 3 0 8 9一 1 999 矿化白云岩岩 白云石石 0
.

70 7 333

222 111 B Z 一 7 444 方解石石石 0
。

70 9 333

注
:

样品全部引 自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
,

1 9 8 8

3 讨 论

矿区含矿 白云岩的形成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间

题
,

它既具有正常海相沉积碳酸盐岩的特征
,

又具有

岩浆碳酸岩的特征
,

同时又具有热水喷溢沉积的特

征
。

因此在讨论它的成因时
,

应统盘考虑各方面的特

征
。

而且这一研究工作应以野外的基础地质工作为

基础
,

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室内岩石学
、

矿物学和地球

化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
。

我们所作的详细的野外地

质
、

室内研究认为有如下一些证据有利于确定白云

鄂博矿区含矿白云岩为在海底循环的热水流体的喷

溢沉积而成
。

1) 含矿白云岩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层位
,

主要集

中分布在中元古界白云鄂博群及其相同时代的地层

中
,

除此而外
,

则未见有相同白云岩的分布
,

白云岩

体应与周围围岩同时形成
。

这一分布特征难于用岩

浆成因来解释
。

2) 含矿白云岩呈层状
、

似层状或透镜状沿区域

性的深大断裂呈线状分布
,

其分布受二级盆地的控

制
。

在盆地的沉积中心
,

沉积厚度大
,

边部沉积厚度

小或尖灭
。

3) 白云岩透镜体常可见到呈
“
眼式

”
构造

,

即中

央部位为不显层理的块状构造
,

往边部逐渐变为条

带状构造
,

条纹状构造
,

纹层状构造
,

最后过渡到围

岩
。

中央部位岩石成分较纯
,

不含杂质或少含杂质
,

边部杂质含量相对较多
。

4) 含矿白云岩不含来 自地慢岩浆作用形成的

地慢碎屑和矿物的捕掳体及捕掳晶
,

如黄长岩
、

异剥

橄榄岩及高 M g
、

iN
、

和 rC 橄榄石
、

辉石
、

金云母等 ;

而存在有多量的热水沉积的典型矿物
,

如重晶石
、

硫

化物
、

萤石和非晶质二氧化硅等
。

5) C
、

O 和 rS 同位素低于同期的海水碳酸盐

岩
,

而高于岩浆碳酸岩
,

这主要是与温度较高的热水

流体与海水混合作用的结果
。

综上所述
,

白云鄂博矿区含矿白云岩是由在海

底循环的热水流体喷溢出海底并与海水混合沉积而

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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